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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前，上海在全国率先探索
低保制度。近年来又针对大重病、子
女就学、突发事件等原因造成家庭
“刚性支出”过大，实际生活水平处
于绝对贫困状态的困难群体，在全
国率先探索开展支出型贫困救助，
走出了关切民生需求的新型核贫救
助之路。

本市静安区去年 # 月开始试
点支出型贫困救助，从发现、评估
到救助，整套体系如何运转？记者
昨天就此展开采访。

大重病为“支出型
贫困”首因

去年$月，静安区%个街道约!&'

名综合帮扶志愿者对!(')户贫困家庭
调查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在()'元以
下的 *+户，占 ,-"%.；/%,元—$0%元
!不含"的 1$1户，占 +%-"/.；$0%元—
**,,元!不含"的 +$2户，占 32-3%.；
33''元—3%''元!不含"的 +/3户，占
30-3%.；3%''元—+'''元 !不含"的
+20户，占 +3-3/.；+'''元—1'''元

!不含"的+'1户，占3/-/%.；1'''元以
上的+'户，占3-/+.。
按照“低收入标准”为当年低保的

3-%倍计算，去年本市低收入线为 $0%

元；那么，3/'%户家庭中低收入家庭仅
占 +$-$2.，低收入以上则达 01-13.。
同时，3/'%户家庭的致贫原因可分为：
因病致贫 3+0/户，占被调查家庭总数
的 2'-$".；因教致贫 3%% 户，占
33-'1.；因残致贫 3%3户，占 3'-0%.；
因灾致贫3%户，占3-'0.；其他原因
"'户，占%-$2.!致贫原因有交叉"。

调查报告由此提出，大重病是
目前造成城市家庭刚性支出过高
的首要原因，其支出比例之高远超
其他致贫原因；即便中等收入家庭
也经不起高额刚性支出的折腾，他
们遭遇支出型贫困时也需要来自
政府或社会帮助。

社会组织承担帮
扶评估

"'后居民小黄是大型国企职
工，有一对双胞胎孩子，妻子也在

职，一家人原本生活不错。但自从
小黄患上白血病后，%'万元自费医
疗费让一家人的生活急转直下。
“我们通过居委会了解到小黄

的情况，就将他们夫妻两人的收入，
以及自费医疗费用输入评估系统，
两厢比对，在支出型贫困 3!"级的
帮扶级别中，系统自动生成了小黄
对应的受助等级和金额。”江宁路街
道慈善爱心园志愿者于惠静说，市
民政局和复旦大学合作研发的这套
支出型贫困评估系统，很便捷。

目前，静安区 %个街道都有类
似“慈善爱心园”的社会组织，他们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承担对支出型
贫困家庭的评估。“支出型贫困家庭
的支出依据主要是发票，收入靠自
报。实践表明，一个严谨、有序的操
作流程，一套科学的综合评估方法
和相对合理的救助帮扶机制，十分
必要。”于惠静说，要保障救助公平
公正，准确反映支出型贫困家庭的
生活状态，今年，上海市居民经济状
况核对中心将统一提供支出型贫困

家庭收入数据，确保信息真实可靠。

首先解决基本生
存问题
“支出型贫困帮扶，首先要解

决的是基本生存问题。”于惠静说，
3!" 级救助最高额度就是让困难
居民生活达到低保水平，所有救助
资金都来自区财政拨款、慈善募捐
和福利彩票基金。

静安区的试点表明，解决高
额刚性支出家庭的困难，目前要
形成制度性保障条件尚不成熟。
对此，民政部门的一种建议是：采
取分步实施、阶段性生活补助的
办法，缓解高额刚性支出对基本
生活所产生的影响。然后，待条件
成熟时尝试实行“两分类帮扶补
助”———对困难程度较小的家庭
实行阶段性、基本生活补助；对严
重困难家庭实行阶段性、数额较高
的医疗帮扶，逐步缩小救助需求和
实际帮扶水平之间的差距。

本报记者 姚丽萍

针对大重病、子女就学、突发事件等原因造成实际
生活水平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困难群体———

上海探索“支出型贫困”救助

! ! ! !本报讯 上海市双
拥工作领导小组第十
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昨
天上午召开。市委副书
记、市长、市双拥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韩正指出，
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
精神，按照中央的要求
部署，深入推进双拥工
作创新发展。要深刻认
识新形势下做好双拥
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继续关心支持驻沪部
队建设，认真抓好双拥
工作各项任务的落实；
加强组织领导，不断提
高做好双拥工作的能
力和水平。

韩正说，拥军优
属、拥政爱民，是我党
我军我国各族人民的
光荣传统，也是我们特
有的政治优势。面对新
的形势和任务，我们要
把握大局，进一步增强
紧迫感和责任感，把双
拥工作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切实抓紧抓
好。深刻认识做好双拥工作是实现军
民融合式发展的重要保障，深刻认识
做好双拥工作是维护和促进上海和
谐稳定的现实需要，在上海转型发展
的关键时期，以坚强的军政军民团结
维护和促进上海的和谐稳定。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政协

副主席、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
长吴志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
委、上海警备区政委、市双拥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朱争平主持会议。副
市长、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姜平传达全国有关会议精神。上海
警备区副政委、市双拥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张维平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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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 特约通
讯员 刘维光）记者今天从市政府召
开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
工作联席会议上了解到，生活垃圾
分类减量工作已列入市政府 +'3+

年 33项实事工程之一，并纳入“十
二五”规划指标体系。去年，全市圆
满完成人均生活垃圾处理量减少
%.目标。+'33年较 +'3'年相比，
日均减少生活垃圾达 "3$吨，几乎
相当于一个日均处置千吨生活垃圾
厂的总量。

成立垃圾分类推
进工作联席会议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市生活垃圾

分类减量工作的领导，今年市政府
成立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
联席会议，计划今年将继续拓展
3'%'个垃圾分类试点场所。
据悉，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

进工作联席会议的第一召集人是副
市长沈骏，召集人由尹弘副秘书长
以及市建设交通委、市妇联、市文明
办、市绿化市容局主要负责同志担
任，成员单位包括 32个市级部门和
30个区县共 1$家。联席会议的成
立，将进一步促进全市生活垃圾分
类减量推进工作的制度设计和政策
安排，进一步强化对这项工作的统
筹推进和对区县的指导协调。

人均生活垃圾处理
控制在每日0.74公斤
会议透露，本市“十二五规划纲

要”1/项发展指标明确，生活垃圾
人均处理量减少率作为预期性指标

需达到 +'.以上，生活垃圾处理率
作为约束性指标需达 2%.以上。
+'3+年的工作目标主要是“试点拓
展”，即在巩固 +'33年的 3'"'个试
点小区成效的基础上，继续拓展
3'%'个场所试点，实现人均生活垃
圾处理量比 +'33年再减少 %.，即
控制在 '-0/公斤4人4日；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2.以上。
具体来说，今年垃圾分类推进工

作将着重围绕扩大试点区域展开。今
年，分类试点将从居民区向更多场所
延伸。全市要新增试点 *,%,个场所，
包括了 %,, 个居民小区、*,, 个机
关、+,,个企事业单位、*,,个集贸市
场、*,,所学校和 %,个公园。

将多管齐下多方
面进行尝试
市绿化市容局环卫管理处处长

郭骅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而
艰巨的工作，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
益。现在有的国家垃圾分类多达 "

种，甚至 *,余种类，如玻璃瓶类，还
分为无色瓶、茶色瓶、其他瓶等。居
民们都能做到在垃圾回收的指定站
点完成更细致的分类工作。旨在通
过自身的行动减少垃圾产生、垃圾
再利用、垃圾再循环来解决垃圾过
多的问题。他表示，今后一旦条件成
熟，本市也会做这方面的尝试。
今年将加强全程分类，完善不同

区域和场所的分类模式、分类标准和
分类规范，实施《上海市生活垃圾分
类设施设备配置导则（试行）》，建立
相匹配的收集、运输、处置全程分类
体系。加快“一主多点”末端处置设施
建设，完善湿垃圾处置设施建设项目
布局，推进湿垃圾处置设施建设。
另外还将从源头着手，推动行业

减量。推进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
积极引导减少产品过度包装和一次
性用品使用。推进“净菜上市”，减少
餐厨垃圾产生。合理利用再生资源，
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产生。
此外，还将完善回收网络。加快

建设废旧物资分类、收集、运输、处
理、利用的回收体系。

本市今召开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透露———

今年将拓展1050个垃圾分类试点场所

本报北京今日电 （驻京记者
孙佳音）国台办新闻发言人范丽青
今天上午在京透露，两岸经济合作委
员会已就经贸社团互设办事机构事

宜达成原则共识。目前，大陆相关管理
办法的行政审批程序已基本完成，即
将对外发布。届时，台湾的经贸社团可
以依据这个管理办法来向大陆业务主

管部门提出设立办事处的申请。
范丽青表示，“推动两岸经贸社

团互设办事机构”是 5678关于加
强两岸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两岸经贸社团互设办事机构将为两
岸企业的交流合作、共同发展起到
牵线搭桥和提供便利的作用。同时，
范丽青还说：“我们积极支持推动建
立两岸货币清算机制。希望双方尽
早沟通，尽早取得成果。”她表示支
持厦门在两岸交流中“先行先试”，
相信这样一些做法有利于促进两岸
经贸和金融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台经贸社团有望在大陆设办事处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上午在京透露


